
我的课堂观：
课堂要解放学生的学习力，要培

养学生自觉学习 、自主学习 、合作学
习、探究学习的能力。 我校现在推行
的“阶梯化教学模式”可以总结为“八
学”，即“领自互讲 、检评研习 ”，具体
内容为 “领学 、自学 、互学 、讲学 、检
学、评学、研学、习学”。 领学，引领、指
导学生如何自学、预学；自学，培养学
生自觉学习和自主学习 ；互学 ，学习
小组内互助互补；讲学，教师精讲后，
学生接受、消化的过程；检学，检测与
反馈；评学，教师点评 、学生纠错 ；研
学，研究性学习；习学，通过课堂学习
养成良好习惯。

河南省宜阳县双语实验学校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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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格研究是对具体教学环节的研究，
如果能够将其与学科的本体性研究相结
合， 将有助于推动教学研究向纵深发展。
下面，我将对自己执教的《在语言中立起
来的人》一课的具体教学环节与教学目标
进行微格研究。

有人说，“教学目标像个筐，什么东西
都可往里装”； 也有人说， 教学目标就是
“聋子的耳朵———摆设”。 因此，许多教师
更关注教学环节的设计。 但是，我不这么
看。 我以为，教学目标固然要依靠教学环
节来实现， 但它必须是教学环节的统帅。
离了目标，环节也就丧失了意义。

细分的话，课堂教学目标有 3 种呈现
形式：教师想教的目标、学生学到的内容、
实际呈现的效果。 这三者如果一致，那么
课堂的任务就算圆满完成， 效率自然很
高；反之，则可能是游离主题、一盘散沙的
课堂。 在实际教学中，想让三者达到统一，
是有一定难度的。

本节课中， 我的教学环节分为 3 部
分：入乎其内，沉入文本；出乎其外，引入
材料；出入结合，表达运用。 对应的教学目
标分别如下：

入乎其内，沉入文本

在这个部分，品味“完璧归赵”的语言
这个环节呈现出 3 种形式不统一的情况。
这一环节的本来意图是鉴赏教学，不仅要
让学生知道哪里好、为什么好，还要让学
生体验这种好。 而实际的情况是，学生只
回答了文章“运用了什么手法使得人物形
象更鲜明”这个问题，并没有回归到语言
本身的具体表达效果。 因此，课堂教学有
些游离目标了。 （详见附表 1）

出乎其外，引入材料

课外资料的引入有 4 个作用 ： 一是
提供背景 ，帮助理解 ；二是提供范式 ，类
比模仿 ；三是当作节点 ，衔接过渡 ；四是
提供参照，拓深认知。 这堂课上，我引入
了 3 段材料， 虽然形式各异， 但意图明
显、作用显著。

文字 、文学 、文化 ，这三者共同构成
了我的文言文教学指导思想。 在这堂课
上，我努力打通三者界限，期望能够将它
们自然地整合相融。 比如，3 个古字的释
义，其作用除了导入新课、帮助学生解决
文字字义以外， 还希望能够让学生体会
汉语文化的妙处。 总体来看，效果不错。
（详见附表 2）

当然 ， 这部分的不足也是存在的 。
比如 ，文化视角的广度有了 ，却有些缺
乏深度 。

以 《水浒传 》为例 ，如果仅从文学的
角度讲， 这部小说只是 “塑造一百单八
将，体现‘官逼民反’这一主题”的一部作
品。 但是， 如果从文化视角思考就会发
现，作者重点是在讲“忠义”文化。 同样，
《守财奴》写出金钱打碎了所有的人情关
系 ，那么 ，什么能够拯救物欲的社会呢 ？
巴尔扎克想告诉人们的是宗教信仰和法
律，这也是一种文化。 那么，“完璧归赵”
的文化意义究竟在哪里？ 司马迁的文化
焦虑又在哪里？ 这些内容应该可以进行
更深入的探讨。

出入结合，表达运用

对于语言材料的表达训练，我认为应
该是开放式的， 不能有一个固定的标准，

但要有一个基本前提， 那就是效益最大
化。 这种效益的考量，应该基于以下几个
方面：一是文本的最大特点；二是学生的
认知水准； 三是对于语文教学的系统思
考。 具体而言，就是看“有没有”、“能不能”
和“该不该”。 （详见附表 3）

史家语言改写环节权重的安排与本
堂课整体教学目标是否完全一致，我觉得
还需要斟酌；同样，拟写对联环节的效果
不错，但也有游离课堂主目标之嫌疑。

学生的对联作品呈现如下：
以身击柱，赢得完璧归，孰与相如同智；
袒肉负荆，结为刎颈友，谁和廉颇共直。

———周依丽

敢于认错，负荆请罪颇为廉正；
顾全大局，不计私仇如似相国。

———陈晨

沙场之上势如破竹，攻取阳晋展示大

将之风，负荆请罪终成莫逆，廉颇气概垂
范千古；

朝堂之上以一敌百，完璧归赵彰显英
雄本色，渑池之功万古流芳，相如风采谁
与争锋。 ———王翊梦

一堂好课的标准可能在每个人心中
各有不同，但一堂有效率的课，其首要标
准就是教学目标的达成度。 所以，每上完
一堂课，我都会问自己 3 个问题：

1. 想教的与所学的内容一致吗？
2. 想教的与实际呈现的一致吗？
3. 如果上述两个问题不一致，应该怎

么办？
可是，有时我又想，是否一定要追求

一致呢？ 一致，固然能够让课堂教学顺利
圆满、行云流水；但是，偶尔的不一致，是
不是也会因为有了旁逸斜出，而多了一份
意外的惊喜或收获呢？

（作者单位系上海市卢湾高级中学）

教学目标
一定要达成吗

———基于一堂语文课的微格研究

追求最适合的
教学
□徐锦卫

最适合的教学，既要了解学生的
起点，又要明白其终点，然后再来寻找
中途的策略与方法。 当然，所有的策
略都要适合教师的自身情况与具体的
教学内容。

了解学生起点。 一般情况下，教
师可以采用“学习单 ”或 “提问 ”的方
法。 前者可以展示学生的动笔能力，
后者可以用对话的形式加强交流 。
有的专家说 ，目标要从学生 “行为 ”
出发，而非从“教材”出发。 当教师新
接手一个班级时 ， 最应该重视这一
点。 此外，教师对学生提出的问题一
定要进行分类 ， 与学生对话时也要
注意详略梳理。

明确课堂终点 。 什么是课堂终
点 ？ 一是学生每个学习阶段必须要
达到的目标 ，一般带有普遍性 ；二是
要考虑到不同学生起点的差异 ，他
们努力后所能达到的目标不同 ，这
是终点的特殊性 。 教师的工作要细
致多元 ， 尽可能地适合 “一切的学
生”或“学生的一切”。

怎样达到这种“适合”的境界呢？
如果将教师比喻为农民，那么，什么季
节种什么庄稼、什么田地做什么农活，
都要依天顺性。

适合教师自身特点的教学 。 教
师应该追求一种什么样的教学主张
呢？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余文森的“入
职———合 格———优 秀———卓 越 ” 四
层次教师专业成长论述可以给我们
带来启示与引导 ， 特级教师胡立根
的 “经验型———阅读型———问题型 ”
三种教研形态也可以为教师研究自
身特点做参考 。 现在的 “法 ”与 “派 ”
非常多，怕的是 “食而不化 ”，这就会
造成 “千法无章 ”、“万法乱本 ”的现
象 。 所以 ， 适合教师自身特点的教
学，一要考虑 “梯度 ”设计 ，二要注意
自身的综合修炼。

适合具体教学内容的教学 。 为
了让课堂产生效率 ， 达到理想中的
境界，教师也应该讲究 “成本意识 ”。
特级教师黄厚江在 《语文的原点 》一
书中说：“目标简明 ，结构简单 ，方法
朴实 ，教师省力 ，学生卖力是最有效
率的课 。 ”在一节具体的课中 ，要把
大问题化小 ，还是要把小问题扩大 ，
几个教学问题的顺序又该怎样 呈
现 ， 这些都应该针对具体的教学内
容、教学对象来确定。 适合的教学内
容涉及一系列问题 。 一是要教 得
“准 ”， 教师对自己的教学内容要有
意识 ，知道自己在教什么 ，为什么要
教这些内容 ；二是要教得 “精 ”，一堂
课的教学内容应该相对集中 ， 这样
宜学 、宜巩固 ；三是要教得 “实 ”，使
学生学到位 、学透彻 ，尽力达到一课
一 “点 ”得 ，一周一 “线 ”得 ，一月一
“面”得的立体教学效果。

最适合的教学，应该是符合教学
规律的教学，适己、适生、适合学科性
质特点的教学。

（作者单位系云南省马龙县第一
中学）

□李学文

教学环节 想教的 学生学的 实际呈现的 相关性

品味“完璧归赵”一节的语言 鉴赏语言的生动性 手法的使用 史家语言与文学表达的区别 不一致

品味近义词使用的精妙之处 鉴赏语言的精妙 语言的精妙 语言的精妙 一致

教学环节 想教的 学生学的 实际呈现的 相关性

引入古繁体字 加深对字义、词义的理解 古字释义 体会汉字文化的奇妙 一致

引入《资治通鉴》之完璧归赵
比较史家语言与文学表达的区
别，体会《史记》语言的生动性

品味 《资治通鉴》
的语言

能粗略感受史家语言的特点，
了解二者的区别 基本一致

引入京剧《将相和》唱词
体会艺术形式表达的差异 ，体
会《史记》语言的简练

不同的艺术形式有
不同的表达要求

品味戏剧语言的特点 ， 感受
《史记》语言的简练 一致

教学环节 想教的 学生学的 实际呈现的 相关性

用史家语言改写《垓下之围》 文学表达与史家语言的区别 史家表达 史家语言的表达特点：概括 一致

结合课文内容， 创作一幅人
物对联 理解人物形象，使用精炼语言 学写对联 语言的简练、精妙 不太一致

附表 1：入乎其内，沉入文本

附表 2：出乎其外，引入材料

附表 3：出入结合，表达运用

课事

生字教学是小学阶段语文课的主要
任务，许多时候，学生对于易错、易混淆的
字非常棘手，学起来觉得很枯燥，学后也
难以记忆牢固，经常过几天就忘掉了。 为
了强化学生对这些字的记忆，同时也增加
他们的学习兴趣，我尝试“趣味教学”，与
他们玩了一回“解字”游戏。

在让学生记忆 “裕 ”字时 ，我对他们
说：“许多字都能够从字形上看出字的意
思，这是我们祖先的一种造字方法。 那么，
古人造字时，为什么将‘裕’字造成这样？
请大家说说你们的理由。 ”

学生思考了一会，徐佳仪说：“‘裕’字
是左右结构，左边是‘衣’字旁，右边是一
个 ‘谷 ’字 ，说明古人造字时是这样考虑
的———有衣服穿、有粮食吃的人家，就是
富裕的人家了。 ”

“说得真好。 那么，在我们学习生字
的过程中， 像这一类方法造出来的字还
有哪些 ？ 我们一起来个 ‘生字大搜捕 ’
吧，从我们的语文书中找一找，写下你的
想象和推理。 明天，我们就来个‘解字交
流会’，好吗？ ”

“好！ ”教室里欢呼起来。

第二天，我一早就到了教室，组长也
很快收齐了作业。 可以感觉到，学生对这
个作业兴趣很高，就连平时经常不交作业
的几个学生也交了上来。

我本以为习惯于定向思维的学生可
能会想象力不足， 缺少开拓与创新的能
力。 但当我打开作业本时，立刻被他们的
奇思妙想惊呆了，学生智慧的火花闪现在
我的面前。

“解字交流会”如期举行。
我拿着作业本来到教室。 学生的眼

睛齐刷刷地看着我， 看我又要给他们带
来什么惊喜 。 我微笑着说 ：“同学们 ，今
天老师带来的是智慧与创造。 在大家的
努力下 ， 我发现班上有许多 ‘语文才
子’，他们能从汉字中发现古人造字的灵
感与智慧。 ”

听到我的鼓励，课堂气氛一下子热烈
起来。

“还是一起听听 ‘语文才子 ’的发现
吧。 ”我宣布“解字交流会”正式开始。

茅奕飞首先发言。 他来到讲台，沉稳
地说：“我今天说的是‘袜’字。 我想古人造
这个字时是这样想的，‘衣’ 字旁代表布，

‘末’就是末尾，‘袜’就是用布包住身体末
尾部分的衣物。 ”

掌声响了起来，学生一个又一个地走
上讲台，侃侃而谈———

史光垚说：“古人造‘聪’字时会这么
想，一个人要用耳朵听、眼睛看、嘴巴说、
内心想，只有这样才能成为聪明的人。 正
像朱熹所言，‘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到、
口到。 ’”

郭林祥说：“我说的是‘忘’字。 古人可
能会认为，心里的事情消亡了，就是不记
得了，所以将‘亡’与‘心’拼在一起。 ”

“我找的是‘墟’字，古人造字时可能
想，房子倒了以后，原来的房子就成了虚
无的土堆 ，所以将 ‘土 ’和 ‘虚 ’放在一
起，造出了‘墟’字。 ”杜黎江说，“我还找
到了‘跤’字，在比赛时，双方的脚肯定会
交织在一起 ，所以 ‘摔跤 ’的 ‘跤 ’才会这
样写。 ”

杜黎江一口气说了两个例子，我微笑
着点点头， 发现教室里依然小手如林，许
多学生还想一展自己丰富的想象力，说出
自己的思考。

活动继续进行，学生还兴致勃勃地讲

述了以下生字：犁、驮、岔、烛、泪、拓、驻、
篇……这些字大部分都是需要记忆的重
点字 ，也是学生经常 “记了就忘 ”的难点
字。 由于这些“造字规律”都是学生自己寻
找的，他们兴致盎然、记忆深刻。 当然，这
些“造字规律”并不一定都符合古人造字
的原意，但这节“解字交流会”的目的是记
忆生字，所以我只是在必要的时候，将造
字的原始规律向学生简单地解说一下，其
余都任由他们“天马行空”。

随着一个个奇思妙想的迸发，掌声一
次又一次在教室里响起，我感受到学生的
超常智慧与想象力。 这次“解字交流会”让
我发现，许多时候，是我小觑了学生的巨
大潜能，总是急于把自己的想法灌输给他
们，却让他们失去了自己尝试、自己体验
的机会。 没有了尝试与体验，学生就成了
知识的“容器”，这种枯燥、单向的传授，如
何能让他们记忆深刻呢？

课堂不是灌输的场所，而是发现的旅
程。 我相信，如果教师给予学生浩瀚的宇
宙，学生一定能自由地遨游太空。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丹阳市新区实验
小学）

课堂学习不能忽视体验
□毛继俊

课堂教学目标有 3 种呈
现形式： 教师想教的目标、学

生学到的内容、实际呈现的效果。
通过微格研究， 教师可以更好地

把握自己的教学目标达成情况。 但同
时，教师也应该思考，如果课堂教学

没有严格指向教学目标，是否也会通过随机
生成，收获意外的惊喜？


